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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! 用 !) 个玉米自交系按 -.# 不完全双列杂交配成 /" 个组合&对其子粒产量等 !( 个农艺性状的配合力

进行了研究’ 结果表明一般配合力高的玉米自交系是 ()(!((!(0(/1$!0)(#1$!!) 和 2!),’ 特殊配合力高的 是

2!),.#1$!!)(蒙系.1)$!3(4!().#1$!!)(()(!.(!(0 和 %%(!.#1$!3! 五个组合’ 出籽率等 - 个性状受加性基因

效应的作用大’ 在育种工作中&玉米的生育期等 - 个性状应早代选择&而对子粒产量等 / 个性状应进行晚代选择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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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提出亲本配合力的概念后& 对玉米杂种优

势利用的研究和作物育种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

用’玉米自交系配合力的测定&已成为组配新杂交种

必不可少的环节’ 配合力的高低也是衡量一个玉米

自交系优劣的主要标准之一’ 随着育种水平的不断

提高&测定玉米自交系的配合力越来越显得重要’本

研究的目的是测定新选和外引玉米自交系各性状的

配合力& 为玉米自交系的利用和强优势组合的选配

提供依据’

! 材料和方法

(""" 年用 ()(!(蒙系(N/-G(2!),(4!#)(永 "/
和 %%(! 七个玉米自交系作为母本"Y! 组)&用 #1$
!!)(#1$!3!(/1$!0)(1)$!3 和 (!(0 五个玉米自

收稿日期! (""($!!$(,
作者简介! 吴广成\!%/%$H&男&陕西镇安人&副教授&主要从事玉米

育种研究’

交系作为父本"Y( 组)&按不完全双列杂交法组配成

/" 个组合’ (""! 年在陕西省泾阳县夏播这 /" 个组

合’ 试验采用 ) 次重复的随机区组设计&单行区&行

长 # R&行距 "+& R&株距为 "+))/ R&密度为 /% %%#
株 ] >R(’ 前茬为休闲地&试验田的栽培管理同大田’
记载生育期&开花后测量株高和穗位高’每小区收获

!" 株考种计产’ 用果穗结实长度占果穗长度的结实

率表达结实性’ 统计分析采用刘来福等"!%-/)和高

之仁"!%-&)介绍的不完全双列杂交法对 !) 个玉米

自交系的!(个农艺性状的配合力进行分析^!&(_’

( 结果分析

经对试验结果进行方差分析& 供试组合的各性

状在基因型上存在着极显著差异"表 !)’ 这说明不

完全双列杂交的 /" 个组合在所研究的 !( 个性状上

存在着真实性的遗传差异’ 进一步对供试组合的两

组亲本及其杂种的 !( 个农艺性状进行配合力分析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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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表明 !" 组亲本和 !# 组亲本在所研究的各性

状上均存在着极显著差异!表 ""# 这说明双列杂交

的两组亲本在所研究性状上的配合力差异还是很大

的$有必要对其配合力效应进行分析#

!"# 一般配合力分析

!"#"$ %$ 组亲本的一般配合力分析 在供试的 !"
组 $ 个玉米自交系中$ 子粒产量的一般配合力表现

为 正 效 应 值 的 是 #%#&!’()&*%+#&* $"和 ,&%-!’()
&*+&-- ."# 在所研究的其它农艺性状中$#%#& 系有

穗 长 !’( )&+/&& #"% 穗 粗 !’( )*+&-. ." 行 粒 数 !’( )
0+$10 %"%结 实 长!’()&+%/% *"%千 粒 重!’()&+0.& -"
和出籽率!’()&+$#1 0"等 0 个产量组成因素的一般

配合力是正效应# 产量组成因素中仅有穗行数!’()
2*+1-. &"和结实性!’()2&+..& *"的一般配合力为负

效应# 生育期的一般配合力也为负效应# 而株高和

穗位高的一般配合力为正效应#
,&%- 系除子粒产量的一般配合力表现为正效

应外$ 在所研究的其它农艺性状中有穗行数 !’()
*+#1* 0"%行粒数!’()#+/1* %"%结实长!’()*+#%/ -"%

基因型 !& !# !&3!4
播种至吐丝 4&+*/$ %56 0%+44" 066 01+4*0 *66 .+400 .66

株 高 ""+0-4 "66 4/+.0* 466 .4+-/* 066 4+--/ 066
穗 位 高 0+-0" %66 ".+0%% -66 4%+$/" 466 4+%.0 " 66
穗 长 "%+*$* 066 4.+1.1 "66 1$+%-" 066 %+-.. .66
穗 粗 1+$$" 466 "0+%4. "66 "4+4$4 *66 4+%10 "66
穗 行 数 /+/00 %66 %*+01% *66 4%+0." 466 4+$." "66
行 粒 数 -+0./ -66 "1+./* /66 4/+/0" 166 4+1*4 *66
结 实 长 "0+0*$ 066 4"+""" 066 /.+*1" -66 .+."/ 166
结 实 性 0+--- 466 "*+0-* *66 4/+4-$ 166 4+1$/ 166
千 粒 重 1+$%" $66 ".+$-0 "66 "1+*/. *66 4+4.- 166
出 籽 率 "+/-0 -66 %+00$ 066 1+4.* *66 "+*$- 0
子粒产量 %+/%$ *66 -+*-* 066 /+04. %66 4+"/4 066

4+ 66 表示在 *+*" 的概率水平上显著#
!"7!# 的理论 8 值 8*+*1)&+0* 8*+*&)&+/.
!# 的理论 8 值 8*+*1)#+.$ 8*+*&)%+10
!& 的理论 8 值 8*+*1)#+&# 8*+*&)#+$-

注& &+ 基因型的理论 8 值 8*+*1)&+1. 8*+*&)&+$.

8 值
性 状

表 $ 玉米双列杂交试验方差分析

结实性!’()&+0$& -"和出籽率!’()*+&$% 0"等 1 个产

量组成因素的一般配合力为正效应# 产量组成因素

中有穗长!’()2*+*$/ 1"%穗 粗!’()2*+*%$ #"和 千 粒

重!’()2#0+*/& -"的一般配合力为负效应$其株高的

一般配合力也为负效应# 生育期和穗位高的一般配

合力是正效应#
!& 组亲本中子粒产量的一般配合力表现为负

效应的是蒙系%8&1%%永 *.%//#&%9.$: 和 ;"4% 等 0
个自交系$ 蒙系不仅子粒产量的一般配合力为负效

应!’()21$+-04 0"$而且其子粒产量组成因素中就有

穗粗%穗行数%千粒重和出籽率等 . 个性状的一般配

合力表现为负效应#生育期%株高和穗位高的一般配

合力也为负效应# 8"1% 子粒产量的一般配合力为负

效应!’()24.+011 /"$而其产量组成因素中就有穗行

数%行粒数$结实长%结实性和出籽率 1 个性状的一

般配合力为负效应# 其生育期和穗位高为正的一般

配合力效应$株高为负效应# 永 *. 子粒产量的一般

配合力为负效应!’()2"1+/.4 0"$而其产量组成因素

中就有穗长%穗粗%穗行数%行粒数和结实长 1 个性

状的一般配合力为负效应$ 表现为正效应的只有结

实性% 千粒重和出籽率 % 个性状# 其生育期为正效

应$株高和穗位高表现为负效应# //4" 子粒产量的

一般配合力为负效应!’()2/+404 0"$其产量组成因

素中就有穗长%行粒数%结实长%结实性和千粒重 1
个性状的一般配合力为负效应#仅穗长%穗粗和出籽

率为正效应#其生育期为负效应$株高和穗位高为正

效应# <.$: 子 粒 产 量 的 一 般 配 合 力 为 负 效 应!’(
)2%+*44 0"$其产量组成因素中有穗粗%穗行数和行

粒数 % 个性状的一般配合力为负效应$ 穗长等 1 个

性状的一般配合力为正效应#生育期为正效应$株高

和穗位高为负效应# ;&4% 子粒产量的一般配合力为

负效应!’()2&+-.4 0"$其产量组成因素中就有穗长%
行粒数% 结实长和结实性 . 个性状的一般配合力为

负效应$ 穗粗等 . 个性状的一般配合力表现为正效

应# 生育期和穗位高为正效应$株高表现为负效应#

性 状 4%4& 蒙系 9.$: ,&%- ;&4% 8&1% 永 *. //4&
播种至吐丝 2*+4/& - 2%+%1$ % &+&*$ % 4+0.& - &+%*$ % *+0.& - *+%*$ % 24+%1$ %
株 高 41+0/& - 2&+-*$ % 20+%-1 * 2&+*.& - 2*+..& - 24+--1 * 2&.+-*$ % &+%1$ %
穗 位 高 &*+/1* * 2&&+*1* * 24+/$% % %+%1* * 1+11* * &+%1* * 2$+.1* * &+4$% %
穗 长 &+/&& 4 *+10- $ *+%$$ 1 2*+*$/ 1 2*+0*/ 1 *+%-. 1 2*+.$4 $ 24+*0* 4
穗 粗 *+&-. . *+1%$ 4 2*+&/* 4 2*+*%$ 4 *+%-4 . *+&%% - 2*+*/0 / *+&$% &
穗 行 数 2*+1-. & 2&+/-1 . 2&+&&$ - *+41* 0 4+*%* 0 2*+*%1. 2*+0-1 . 4+*/- /
行 粒 数 0+$10 % &+$00 % 2*+0** % 4+/1* % 2.+*-- * 2%+$/1 * 2&+404 % 2&+$%$ %
结 实 长 &+%/% * *+1*% * &+411 - *+4%/ - 2&+%&* % 2*+*0- - 2*+*$1 * 2&+/4$ %
结 实 性 2&+..& * *+&&& - 1+*/% * &+0$& - 2.+0$. % 24+4&- * 4+4*/ * 2*+-1% *
千 粒 重 &+0.& - 2&0+$/& 0 &&+&*$ % 240+*/& - &*+&*$ % %/+&*$ % &-+&*$ % 2%0+*/& -
出 籽 率 &+$41 0 24+%4- - &+.$. % *+&$% 0 *+*-4 / 24+.11 & *+%%0 % *+$$* %
子粒产量 &*%+4&* $ 21$+-04 0 2%+*44 0 &*+&-- . 2&+-.4 0 24.+011 / 2&1+/.4 0 2/+404 0

表 ! %$ 组亲本各性状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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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"! $! 组亲本的一般配合力分析 在供试的 !"
组 # 个玉米自交系中! 子粒产量的一般配合力表现

为正效应的是 "$"%"&’($%)" 和 *’($$) 三个自交

系# +$"% 子 粒 产 量 的 一 般 配 合 力 是 正 效 应 $,-.
&*/$0* 1%! 在所研究的其它农艺性状中!+$+% 就有

穗长$,-.$2$00 +%&行粒数$,-.+230* *%&结实长$,-.
$2041 3%&结实性$,-.325** 1%&千粒重$,-.$*2$0$ 1%
和出籽率 $,-.$2$)6 6%5 个产量组成因素的一般配

合力为正效应! 仅穗粗和穗行数两个性状的一般配

合力为负效应#其生育期为负效应!株高和穗位高为

正效应#
3’7$%) 子粒产量的一般配合力为正效应 $,-.

+)21%# 在所研究的其它农艺性状中! 有穗长 $,-.
62651 *%&穗粗$,-.62$&* &%&千粒重$,-.+524$5 1%和

出籽率 $,-.$2$0+ *%& 个产量组成因素的一般配合

力为正效应!其穗行数&行粒数&结实长和结实性 &
个性状的一般配合力为负效应#其生育期&株高和穗

位高的一般配合力也为负效应#

*’($$) 子粒产量的一般配合力表现为正效应

$,-.$&24&0 0%# 在所研究的其它农艺性状中!有穗长

$,-.$2&54 )%&行粒数$,-.*215& 1%&结实长$,-.+2666 1%&
结实性$,-.)20)1 &%和出籽率$,-.62*5+ $%* 个产量

组成因素的一般配合力为正效应!仅有穗粗&穗行数

和千粒重 ) 个产量组成因素的一般配合力为负效

应#其生育期&株高和穗位高 ) 个性状的一般配合力

为正效应#
*’($8$ 子粒产量的一般配合力表现为负效应

$,-.(*12$)1 5%# 在所研究的其它农艺性状中!就有

穗长&行粒数&结实长&结实性&千粒重和出籽率 5 个

产量组成因素的一般配合力为负效应! 仅有穗粗和

穗行数两个性状的一般配合力为正效应#其生育期&
株高和穗位高 ) 个性状的一般配合力为负效应#

’)($8 子粒产量的一般配合力表现为负效应

$,-.(+52564 3%# 在所研究的其它农艺性状中就有穗

长&行粒数&结实长&结实性&千粒重和出籽率 5 个产

量组成因素的一般配合力是负效应! 仅有穗粗和穗

行数两个因素的一般配合力为正效应#其生育期&株

高和穗位高 ) 个性状的一般配合力为负效应#
从上可见! 子粒产量一般配合力为正效应的亲

本系! 其产量组成因素中为正效应的因素所占比例

大# 反之!则相反#
!"! 特殊配合力分析

表 $ 中!!$9!+ 组亲本的互作!及特殊配合力方

差分析结果表明除出籽率的特殊配合力不显著外!
其它 $$ 个农艺性状的特殊配合力均达到极显著差

异#供试材料子粒产量等 $$ 个农艺性状的特殊配合

力相对效应值见表 &#
!%!"& 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为正值的组合 从表 &
可知供试材料中 :$)19*’7$$) 子粒产量的特殊配

合力相对效应$;<-.+1/550 1%为正值而且最高# 其产

量组成因素中有穗长$;<-.4/11$ $%&穗粗$;<-.#/613 +%&
行粒数$;<-.)1/#$4 3%&结 实 长$;<-.$)/56$ 5%&结 实

性$;<-.)/561 +%和千粒重$;<-.+6/$43 3%5 个因素的

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为正值! 仅穗行数的特殊配合

力相对效应为负值#生育期&株高和穗位高的特殊配

合力相对效应也是正值#
蒙系9’)7$8 子粒产量的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

为正值 $;<-.$4/+5+ 4%! 其产量组成因素中有穗长

$;<-.$+/))3 5%& 穗粗 $;<-.$/)64 4%& 行粒数 $;<-.
1/#5) $%&结实长$;<-.$#/+5) )&结实性$;<-.)/$65 +%
和千粒重 $;<-.)/3+4 $%5 个因素的特殊配合力相对

效应为正值! 仅穗行数的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为负

值#生育期&株高和穗位高的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也

是正值#
=$+)9#’7$$) 子粒产量的特殊配合力相对 效

应$;<-.$5/60) )%是正值!其产量组成因素中有穗长

$;<-.1/654 6%&穗粗$;<-.6/+3+ #%&行粒数$;<-.)/#4$ $%&
结实长$;<-.5/0$3 0%&结实性$;<-.$/65) 3%和千粒重

$;<-.+/44+ 1%5 个因素的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为正

值!仅穗行数的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为负值#生育期

的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是正值! 株高和穗位高的相

对效应为负值#
+)+$9+$+% 子 粒 产 量 的 特 殊 配 合 力 相 对 效 应

$;<-.$3/05$ 1% 是正值! 其产量组成因素中有穗长

$;<-.1/+#0 $%& 穗粗 $;<-.+/)06 +%& 行粒 数 $;<-.
$3/+1$ $%&结实长$;<-.0/3#$ $%&结实性$;<-.$/1$3 3%
和千粒重 $;<-.5/3$1 +%5 个因素的特殊配合力相对

性 状 #’7$$) #’7$8$ 3’7$%) ’)7$8 +$+%
播种至吐丝 +/666 6 76/10$ 1 7$/5+# 6 76/0#4 ) $/)1# 6

株 高 $$/63$ 1 7$3/3$5 1 76/)1# 6 75/555 1 $6/3$5 1
穗 位 高 5/1)) ) 70/53$ 1 76/1+# 6 73/6#4 ) 1/50$ 1
穗 长 $/354 ) 7$/4+6 3 6/651 # 76/0$3 5 $/$00 +
穗 粗 76/+1# 3 6/$5) ) 6/$3# 3 6/605 ) 76/$+0 5
穗 行 数 7$/$53 1 $/$+6 4 76/+1# 0 6/0#3 $ 76/5)3 +
行 粒 数 #/153 1 73/+33 0 7$/)6$ 5 7+/1$) 1 +/30# #
结 实 长 +/666 1 7+/$1# 0 76/33) 3 7$/)54 4 $/041 3
结 实 性 )/0)1 3 7)/6+1 5 7+/56) 6 7+/05+ 5 3/5## 1
千 粒 重 7$1/464 3 7$)/1+# 6 +5/4$5 1 7$6/31# 6 $#/$0$1
出 籽 率 6/#5+ $ 7+/+)5 + $/$0+ # 76/4+4 ) $/)$6 6
子粒产量 $3/430 0 7#1/$)1 5 +)/166 6 7+5/564 3 3#/$0# 1

表 # $! 组亲本各性状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值

玉米科学 +66) 年第 $$ 卷第 + 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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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合 播种至吐丝 株高 穗位高 穗长 穗粗 穗行数 行粒数 结实长 结实性 千粒重 子粒产量

"#"$%&’($$# )*+,-* * ).+#/. - )"+/0. " )"+,", # )/+,." * .+,#" " )&+#-- * )0+/,& / )#+*,, 1 )-+"/1 * )/"+&*# *
"#"/%&’)/2$ )3+"-/ 1 "+0#3 0 )0+##1 - )0+,1# 0 /+#/# # &+,/0 3 )-+0#/ / ),+/1, - )/+-/0 , )/+#&& . ).+"3# 3
"#"/%.’)/4# 3+#,3 - #+1"/ # &+&#1 1 )3+"#" , )"+#11 # 3+3,3 , /+#&, , "+#.- 3 "+,.- , )&+3"# 0 /+,#.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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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! 供试组合各性状的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值

效应为正值! 仅穗行数的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为负

值"生育期和穗位高的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为负值!
株高的相对效应为正值"

11"$%&’)$2$ 子粒产量的特殊配合力相对效

应#;<=>1?.** &$是正值!其产量组成因素中有穗长

#;<=>"?.,* ,$%穗粗&;<=>"?/,* 1$%行粒数&;<=>/?-10 0$%
结实长&;<=>.?-## &$%结实性&;<=>"?#"- -$和千粒重

&;<=>#?#&- "$0 个因素的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为正

值! 仅穗行数的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为负值’ 生育

期% 株高和穗位高 # 个性状的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

是负值"
子粒产量的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表现为正值的

还有永 *.7&’@/2/%永 *.7.’@/4#%5.,67.’@/4#%
9/"# 7"/"4%5.,6 7&’ @/2/%:/&# 7’# @/2%8/#- 7
"/"4%:/&#7"/"4%蒙系7&’@/2/%11"/7"/"4%11"/7
’#@/2%"#"/7.’@/4#%:/&#7.’@/4#% 永 *.7’#@
/2%8/#-7.’@/4# 和 "#"/7’#@/2 十六个组合"

!"!"! 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为负值的组合 由表 .
的结果可见 8/#-7’#@/2 子粒产量的特殊配合力

相对效应值最低&;<=>@/,?.*& 0$!其产量组成因素

中就有穗长%穗粗%穗行数%行粒数%结实长和千粒重

0 个因素的特殊配合力为负效应" 仅结实性为正效

应"8/#-7&’@/2/ 子粒产量的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

为负值&;<=>@/.?#0" #$!其产量组成因素中就有穗

粗%穗行数%行粒数%结实长%结实性和千粒重 0 个因

素的特殊配合力为负效应" 仅穗长为正效应" 蒙系7
"/"4 子 粒 产 量 的 特 殊 配 合 力 相 对 效 应 为 负 值

吴广成等(玉米自交系的配合力分析

!"



!!"#$%&’()*+ ,"# 其产量组成因素中就有穗长$穗

粗$穗行数$行粒数和结实长 , 个因素的特殊配合力

为负效应#仅结实性和千粒重为正效应%永 -+./&/0
子 粒 产 量 的 特 殊 配 合 力 相 对 效 应 是 负 值 1 !"# $
%&’2/+3 -"#其产量组成因素中就有穗长$穗粗$行

粒数$结实性$结实长和千粒重 ) 个因素的特殊配合

力为负效应#仅穗行数为正效应% /’/&.,45&&’ 子

粒产量的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是负值!!"#$%&/2,-’&"#
其产量组成因素中就有穗长$穗粗$行粒数$结实长$
结实性和千粒重 ) 个因素的特殊配合力是负效应#
仅穗行数为正效应% 6&/’.+45&0’ 子粒产量的特殊

配合力相对效应是负值!!"#$5&/2&&) -"#其产量组

成因素中就有穗粗$穗行数$行粒数$结实长$结实性

和千粒重 ) 个因素的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是负值#
仅穗长为正效应% 77/&.,45&&’ 子粒产量的特殊配

合力相对效应为负值!!"#$5&-2-,* 3"#其产量组成

因素中就有穗长$穗粗$穗行数$行粒数$结实长$结

实性和千粒重 3 个因素的相对效应均是负值%
子粒产量的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表现为负值的

还 有 8&,’ .,4 5&&’$6&/’ .,4 5&9&$:+*; ./&/0$
:+*;.4’5&9$永 -+.,45&&’$蒙系.,45&&’$77/&.
+45&0’$/’/&.,45&9&$ 蒙系.+45&0’$6&/’.4’5
&9$:+*;.,45&&’$8&,’.,45&9& 和 /’/&.4’5&9
十三个组合% 其产量组成因素中也各有 & < ) 个特

殊配合力相对效应为负值%
子粒产量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为正值的组合#

其双亲子粒产量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大多也为正效

应# 如 =&’3.,45&&’$/’/&./&/0$/’/&.+45&0’$

=&’3./&/0 等组合#也有亲本之一是子粒产量一般

配合力为正效应的组合# 如 6&/’.,45&&’$6&/’.
/&/0$:+*;.+45&0’ 和永 -+.+45&0’ 等组合#还有

双亲子粒产量的一般配合力低# 但偶而也配出了子

粒产量特殊配合力高的组合#如蒙系.4’5&9#这是

两个亲本杂交后基因相互作用的特殊表现%
在选配优良杂交种时# 不但要选择子粒产量配

合力高的自交系作为杂交亲本# 也要利用那种亲本

的一般配合力一般#但特殊配合力高的组合>’#+?%
!"# 群体遗传参数分析

&/ 个农艺性状的群体遗传参数值列于表 ,%
!"#"$ 配合力方差分析 玉米自交系的一般配合力

是由亲本基因型的基因累加效应决定的% 一般配合

力方差包括母本和父本的一般配合力方差# 即遗传

方差中的加性方差% 特殊配合力是由亲本基因型的

非加性基因#即显性和上位性基因效应决定的%特殊

配合力方差是由母本.父本产生的遗传方差中的非

加性方差% 从表 , 可见本研究中亲本各性状一般配

合力方差估计值大小依次为出籽率@生育期@株高@
穗行数@结实长@穗长@行粒数@穗位高@千粒重@结

实性@穗粗@子粒产量% 而特殊配合力方差恰好与一

般配合力方差的顺序相反% &/ 个农艺性状的一般配

合力方差均大于特殊配合力方差% 这说明所研究性

状杂种优势的表现是以加性基因效应为主的% 而子

粒产量的特殊配合力方差比其它 && 个性状都要大#
说明子粒产量不但受加性基因效应的影响# 而且非

加性基因也起较大作用%

非加性方差 A;9 方差 !;9 方差 广义遗传力 狭义遗传力

母本 父本 母 . 父 B B B B
播种至吐丝 ’2)+’ ) /2’,’ 7 &2--7 ’ *,2,7+ 3 &+2+-, ’ **2’&, + 3,2,7’ +

株 高 &/-2+/& + &&/2*)3 + +-2&)- , *,2’&’ + &+2)*) ) *-2&,+ 7 )*2’*/ *
穗 位 高 ++2&&7 ) +*2’+7 ) /+2&), ) 372/*- 7 /-23&7 & )*2+&- / ,+2/’) /
穗 长 &2&-+ 3 &2*&’ / -23/* 3 *-2-&) - &727*+ - */2-3& ’ ),2)3- &
穗 粗 -2-)* & -2-’- ’ -2-’’ & 3+2*+/ & /,2&,3 7 )+2/+, & +*2-*/ +
穗 行 数 &2**’ / -2**- ’ -2)/’ ’ *&2,7, + &*2+-+ ) 3)27/7 ’ )/233- *
行 粒 数 &&2,’3 * &,2/++ 7 )2)3& - *-2-,7 - &727+& - 3&2,&) - ,32/,, -
结 实 长 &2-+3 3 ’2,&) / &2-3’ & *-27)/ ) &72-’3 + *,2)** + )72’3, ,
结 实 性 )2*’’ ’ &+2&-) / )23/- 7 3,23-/ & /+2/73 7 )*2,,7 & ,&27-- 3
千 粒 重 ,’/2*-/ + ’’’2-/, + /,*23&, ) 3)2*-* & /’2&7& 7 )+2&7) + +72’-* -
出 籽 率 &2373 * &23-3 * -2’-, & 7/2&7* ’ 32*-& 3 /32/’+ 7 /,2&&- &
子粒产量 & ,+32,+- - & ’&/2&)7 - & )*+2+*, - )/27’& & ’32-)* 7 ,&23+) ’ ’/2,)+ ,

加性方差
性 状

表 $ 各性状群体遗传参数估计值

玉米科学 /--’ 年第 && 卷第 / 期

!%!"# 遗传力分析 各性状的广义遗传力!表 ,"大

小依次为生育期@结实长@穗长@株高@穗行数@行粒

数@结实性@穗位高@穗粗@千粒重@子粒产量@出籽

率% 各性状的狭义遗传力依次为生育期@结实长@株

高@穗长@穗行数@行粒数@穗位高@结实性@千粒重@

穗粗@子粒产量@出籽率% 从本研究的广义和狭义遗

传力看#在玉米育种上#对生育期$结实长$株高$穗

长$穗行数$行粒数等形状应进行早代选择#而对出

籽率$子粒产量$穗粗$千粒重$结实性等性状应晚代

选择>,?% &下转第 ’# 页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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赖氨酸含量 !"#$%!$!!& 年审定的密玉 ’ 号! 赖氨

酸含量 !"(%" 一个是高油玉米!另一个则是甜玉米!
说明普通玉米赖氨酸含量变化不大"

)(* 从粒型来看!近几年的国审新品种马齿型和

半马齿型品种占绝对优势!两类占总数 ’+"&%#其中

马齿型占 #+"&%!半马齿型占 #!%$!而硬粒和半硬

粒型品种仅占 &!"+%!但 $!!& 年情况有所好转% 硬

粒和半硬粒型品种商品性好!脱水快!市场上较欢迎"

, 结果与讨论

!"# 结果

通过以上分析! 将 # 年来国审品种的 # 大品质

性状!综合来看!随着淀粉含量的提高!粗蛋白含量

有降低的态势!而脂肪含量则呈现增加的势头!赖氨

酸含量则维持在一个较稳定的水平上" 从全国普通

玉米育种整体来说!品质性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!高

淀粉&高油&优质蛋白玉米等专用型品种较少!不能

满足畜牧业和玉米深加工的需求"
!"$ 讨论

为了根本改变普通玉米的品质现状! 提高我国

专用玉米育种水平! 笔者认为育种家应从以下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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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$ #%%& ’ $()* 年国审品种品质指标平均数折线

努力"
-&. 充分利用我国的高蛋白&高淀粉&油分高的

优异品种资源!加速培育专用型品种!改善普通玉米

的品质性状! 特别注重提高普通玉米的蛋白质含量

水平!以抑制蛋白质含量降低的势头!提高饲用玉米

的蛋白质含量水平"
-$. 修订玉米新品种的审定标准!改变过去把产

量性状放在第 & 位的做法! 对具有优异品质性状的

品种!只要产量水平接近现有品种即可达标!予以审

定!大力推广"
-,. 高度重视品质分析" 各玉米育种单位!尽可

能配备好品质常规分析的各种仪器设备! 对选中的

材料及时做出品质评判!做到心中有数"
-#. 开展玉米品质性状遗传机理的研究!摸清主

要性状间的相关和遗传机制!加速育种进程"
-(. 引进国外的优质种质资源!开展国际合作!

进行育种攻关"
-/. 加大半硬粒和硬粒型品种的选育力度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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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结 论

-&* 综上所述!本研究中一般配合力高的是 $,$&&
$&$6&#73&6,&(73&&, 和 8&,4 五 个 玉 米 自 交 系%
育种上要选择一般配合力效应值高的玉米自交系作

为杂交亲本!便于选配出强优势的杂交组合%
)$. 对供试结果进行综合分析!本研究中特殊配

合力高的组合是 8&,49(73&,&蒙系97,3&:&;&$,9
(73&&,&$,$&9$&$6&++$&9(73&:& 五个杂交组合%
对特殊配合力高的组合可进一步试验鉴定! 确定其

利用价值%
),. 出籽率&生育期&株高&穗行数&穗长&结实

长&行粒数和穗位高等性状受加性基因效应的影响

大)子粒产量&穗粗&结实性和千粒重等性状虽也是

加性基因效应大! 但非加性基因效应也起到较大的

作用%
根据群体遗传力测定结果! 育种上对玉米的生

育期&结实长&株高&穗长&穗行数&行粒数&穗位高和

结实性等性状宜进行早代选择) 对出籽率& 子粒产

量&千粒重和穗粗等性状宜进行晚代选择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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